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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济南古城！位于历下区护城河之
内、大明湖以南的济南古城，本来有用砖石
砌就的城墙，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被
拆除了。城墙上的箭楼，造型独特，被收进了
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先生主编的《中国建筑
史》中。护城河始建于汉代，之后许多朝代予
以拓宽改造，《历城县志》对此有记载。仅从
现存的济南府城图来看，当时的护城河已
经很宽了，即使从这时算起，护城河至今已
有600多年的历史。1970年，我大学毕业离开
故乡江南，被分配到济南老城区护城河内
运署街上的济南一中教了5年书，走访学生
家庭几乎走遍了每条小街小巷，对济南古
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爱古城的老街巷。运署街、按察司街、
县学街、县东巷、县西巷、宽厚所街、舜井街、
武库街、西更道、东更道、曲水亭街、后宰门
街、岱宗街、轱辘把子街、芙蓉街、将军庙街、
鞭指巷、寿康楼街、高都司巷……每一条街
名都有美丽的传说和生动的故事，历史文
化底蕴很深；每个街巷片区都洋溢着千年
古城独特的市井风情，展现着济南特有的
泉城风貌。济南的变迁连接着这些老街巷
的冷暖，老街巷的保护也维系着济南历史
文脉的传承。济南老城，包括一个个片区、一
条条街巷，看似房屋破旧，街巷狭窄，实则旧
而有韵，别具风致。那七曲八拐的小街巷，青
砖白墙的四合院，雕梁画栋的大门楼，青石
铺就的胡同道，以及遍布街巷边、庭院里的
清泉和垂柳，集古城、泉城、历史文化名城于
一体。可以说，济南老城是古城风貌与泉城
风貌有机融合、浑然一体的天成之物，是不
可多得的稀世珍宝，也是极为宝贵的物质
文化遗产。

然而，近四十年来，在旧城改造开发的
一浪浪热潮中，按察司街片区、苗家巷片区、
县东巷县西巷片区、高都司巷片区、宽厚所
街舜井街片区、天地坛葛贝巷片区和卫巷
片区等历史文化街区，在推土机的轰鸣声
中夷为平地，新盖的大楼造型越发奇特，
楼层越盖越高，老城区面貌固然焕然一
新，但“济南古城”的踪影越发难觅！幸好，
后宰门街以北、百花洲以东、珍珠泉大院
以西的芙蓉街曲水亭片区及将军庙片区
还没有来得及开发。或许是济南老城的分
布格局及其已拆除的城墙主要成形于明
朝。因此几年前有人把百花洲以东、后宰
门街北侧新开发的仿古建筑群命名为“明
府城”，近来又有把整个济南古城叫成“明
府城”趋势出现。其实，这个片区现存的老
建筑主要是清代和民国年间的，用“明府城”
来概括合适，还是用“清府城”来概括合适，
或是用”济南古城”来概括合适？似乎值得进
一步探讨。鉴于济南是个有2600多年建城史
的古城，我倒赞成把芙蓉街曲水亭片区和

将军庙片区称之为济南老城或济南古城，
以保护、修缮和提升为主，不宜开发。有人把
芙蓉街曲水亭将军庙街这个片区定性为棚
户区，这是错误的。诚然，这里不少院落房屋
破旧，缺乏卫生设施等现代化的生活条件，
确实应该加以提升和完善，为这一片区的
市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但这里绝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棚户区，而是极为宝贵的历
史文化街区。

我爱济南古城的老建筑。芙蓉街曲水
亭和将军庙街两个片区有不少明清以来的
老建筑，如寿康楼街上的题壁堂，是山东省
和整个北方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戏楼，连
同其西侧的升阳观(吕祖庙)，构成一组始
建于金代，扩建修缮于明清两代，规模宏
大的道教建筑群。芙蓉街北首的府学文
庙，是创建于北宋、重建于明代的文化胜
迹，布局严整而壮观。将军庙街西头的天
主教堂，曲水亭街与后宰门街交汇处的基
督教堂，在宗教界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鞭指巷有济南唯一的状元府陈冕
状元府，虽幸得留存但已檐朽墙塌破败不
堪，陈冕曾是清代最年轻的状元，他热心
于公益，为赈灾不惜变卖家产，救助受灾
百姓，深受济南人爱戴。可见，这两个片区
看似房屋破旧，是济南已经仅存的宝贵历

史文化街区，千万不能再轻言拆迁开发。如
果盲目拆迁开发了千年古城济南最后仅存
的这两片历史文化街区，无疑将成为历史
的罪人！因为即使把题壁堂、陈冕状元府、天
主教堂等有价值的老建筑保留下来，但整
个建筑环境变了，历史文化街区的韵味、风
貌和价值就失去了。按察司街片区、县东巷
县西巷片区、宽厚所街片区、舜井街片区拆
迁改造的结果就是这样，丁宝桢故居等被
拆掉了，有的历史建筑虽保留下来了，但夹
在高楼大厦之间，显得很憋屈很不协调，古
城风貌荡然无存。

济南古城是济南的根，传承着济南的
文脉。保护古城不仅是保护题壁堂、府学
文庙、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和陈冕状元府
等省级市级文化保护单位，整个片区和街
巷系统要一并予以保存下来，这样才能体
现济南老城区的韵味、风貌和市井风情。
这一片区的街巷边、四合院里的名泉也很
多，是展现“泉在石上流”、“家家泉水、户户
垂杨”的泉城风貌的风水宝地。如果把这
两个片区定性为棚户区进行拆迁改造，建
仿古建筑，古城风貌将荡然无存。令人欣
喜的是，2014年11月，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全
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济南的芙蓉街曲水
亭片区、将军庙片区和山大医学院片区赫
然在列，这就有了保护的依据。

建设现代泉城必须保护好济南古城。
首先应把芙蓉街曲水亭片区和将军庙片
区等这些有珍宝价值、不可复制的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好：把必要的公共生活设施完
善好，把公共服务提供好，方便市民居住、
生活和经商，让济南老城区特有的市井风
情浓起来；把陈冕状元府和题壁堂等古迹
修缮、开放好，展示这个千年古城的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吸引游客休闲旅游，
让济南老城的老街巷活起来，既保持整体
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市井风情，又跟上青春
的旋律和时代的脚步。

明府城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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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济南古城
□朱文兴

□程兆强

中国有多个以喜欢喝茶出名的
城市，像成都、重庆、广州、杭州、北京
等城市。济南算不算？没有人下定论。
不过，我个人觉得，济南应该算一个，
因为济南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
爱喝茶。

说济南人爱喝茶不是凭空说。以
我家为例，我的奶奶、父亲、叔叔以及
我岳父家的人，都爱喝茶。他们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里，不喝茶的日子少，
是地地道道的“老茶客”(济南话指好
喝茶的人，客读kei)。也可以这么说，
喝茶是我家“开门七件事”里的一件，
不可或缺。除了我家，我观察过周边
的人，他们也大都爱喝茶。记得住平
房小院的时候，街坊邻里之间走动频
繁，不是你到我家串门子，就是我到
你家聊闲天，无论谁到谁家，来者都
是客，主人都会把家里最好的茶叶拿
出来，沏上一壶。这是济南人待客的

“礼数”。
那时候，不是过年过节，如果你

穿着簇新、齐整的衣服出门，恰巧在
街口遇到街坊邻居，那邻居同你打招
呼，一定会说：今天穿得这么好，去哪
里喝“大茶”？更有趣的是，老济南人
还把平日里舍不得穿、只有走亲戚时
才穿的衣服，叫作“喝茶的衣服”，把那
茶叶昵称作“叶子”。老济南人招呼邻
居到家里玩，会说：走，家去坐坐，给你
倒壶好“叶子”喝！可见，喝茶对济南
人来说，是一件既庄重又开心的事。

一般说来，喝一壶上好的茶，除
了茶叶要质地好外，另外还需具备两
样：一样是泡茶的水要好，一样是喝
茶的地方要好。水好，就是人们常说
的好水泡好茶，上品茶叶需配上乘水
冲。至于喝茶地方好，指的是喝茶的
周边环境好，室内喝茶室要雅，室外
喝茶景要美。上面的这两样，济南都
不缺。济南是泉水之城，有名泉七十
二，泉水清冽甘美，上乘的泉水泡茶，
茶水自然绝佳；济南的景色好，山青、
水秀、湖美，小桥流水似江南，品茗的
好地方处处是。

济南人除了平日里喜欢喝茶外，
更有用泉水泡茶消暑的习俗。

炎热的夏天，不管是在趵突泉
边、黑虎泉旁，还是在泉水人家、曲水
亭上，那茶烟袅袅、泉水毖彼、清新清
爽的意蕴，令人心旷神怡，让夏日的
燠热消失殆尽。除了在泉边湖畔大大
小小的茶肆里消暑，街边巷口茶摊上
卖的“大碗茶”，更是去暑解渴。在老
济南的街头，常有卖“大碗茶”的茶
摊，其茶水也好，其价格也廉，与出名
的老北京“大碗茶”，有的一比。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工
作关系，有一段时间里，我常去泉城
路，街上的一个茶摊给我留下极深的
印象。那是个小茶摊，两张小矮桌，七
八个马扎，五六个花花绿绿的暖水
壶。摊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她
和蔼可亲，待人热情，独自一人照看
着茶摊，还捎带着卖报纸。并且，时不
时还给问路的行人指路。我每次去泉
城路，都会在茶摊前坐一坐，买上一
份报纸，喝上一碗茶水。那坐在法桐
树下茶桌前，边喝茶水边看报，闹中
取静、恬然自得的舒服劲，现在想来
还留恋。那时的“大碗茶”，碗是粗瓷
家常饭碗，茶是茉莉花茶水，一碗茶
水两毛钱，很平民化。

2012年5月，“天下第一泉趵突泉
景区”效仿老济南的市井特色，在趵
突泉、黑虎泉、五龙潭景区支起茶桌
卖起了“大碗茶”。“大碗茶”用泉水冲
泡，青花瓷碗，茉莉花茶，售价两元一
碗，市民和游客在风景优美的景区
里，品茗、赏泉、避暑，别有趣味。

从居家过日子的离不开茶，到泉
边湖畔茶室里的座无虚席，再到街头
巷口、景区园中开怀畅饮的“大碗
茶”，“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水乡江南一般茗香袅袅茶韵
悠悠的济南，真是一座喜欢喝茶的城
市！

喜欢喝茶的城市

【城记】

从小生活在钟表收藏之家，耳濡目染，
自然比一般人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记忆
中曾听父亲说过，钟表有500多年历史，好像
是起源于欧洲，因此收藏界格外看重瑞士
的表、德国的钟。国产钟表要晚100多年，但
值得收藏的不多，最受青睐的是苏钟。苏钟
的问世在康熙之前，那时苏州一带这类钟
表的手工作坊最多，才被定名为苏钟。苏钟
的制作相当复杂，几百个零件全部手工完
成。工艺精湛外壳精美，做一台苏钟要用几
个月的时间，产量很低，当时的价格非常昂
贵，就连达官贵人府邸中摆上一件都以此
为荣。

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收藏了几十
年钟表的父亲还没有得到一座苏钟。那年
春天，二弟的婚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母亲和
父亲商量说，我算了一下，在家办几桌酒席，
再去北京旅游，大约需要90块钱。母亲说：

“这钱咱拿吧，”父亲同意了。母亲又说：“你
别往家买破烂了，再找点东西修修卖了，抓
紧凑够这些钱给孩子结婚用。”父亲就开始
四处筹钱，当攒到60元时，有一天，一位朋友
把他带到济南一个大盐商后代的家里，在
这里，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苏钟。苏钟按照
个头有1到7号，1号最大，这是个2号钟。虽然
经历了100多年，但是红木外壳油光发亮，还
滴滴答答地走着，父亲像见到久违的老朋
友一样高兴，问这钟卖多少钱？就像说书唱
戏那么巧，对方一出价正好90元。父亲想到
已经有60元了，再凑30元还是有可能的，当
即拍板定下了，回去筹钱。那时人们生活拮
据都没有闲钱，他这个3块那个5块借了多家
终于凑够90元，立马把这钟买下。兴奋之后

又犯了难，这钟如果拿回家，后果可想而知。
父亲思量再三，他带着苏钟去了一位老朋
友家，寄存在那里。

二弟的婚期越来越近，每当母亲问钱
攒得怎么样了，他就支吾着说快了。就在婚
期临近要露馅的时候，恰巧厂里通知父亲
去甘肃天水出差一个月。父亲悄悄地把买
钟的事全盘告诉了二弟，很抱歉地说，你结
婚我拿不出钱来了。二弟听后说：“爸爸，你
不用担心，结婚用的钱我已经攒够了，我就
说你把钱给我了，你放心地走吧。”父亲像得
到赦免一样高兴，收拾好行李立马离开了
家。当他出差回来，二弟的婚事已经办完了。
母亲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数落了父亲
一顿。父亲不接话，只是笑笑。其实母亲也知
道这座钟是很稀罕的，过了一段时间，等她
消了气，父亲把苏钟搬回了家，摆放在冲门
最显眼的位置。

这名贵的苏钟雍容大气，有三部分组
成：上方是长方形的钟头，中间是屏风似的
框架，雕刻精美，下面是造型美观像小炕桌
似的托盘，托盘中间有一根转轴。父亲说：

“这钟头太沉，有十几斤重，有了转轴就很方
便了。”说着，他把钟头转了90度，拿着扁把
的钥匙哧哧地上起弦来。上完弦，把钟头复
原。他指着白色的瓷盘说：“你看这三根表
针，时针是透雕的花瓶状，分针是鱼纹状，这
秒针只有丝线那么细，长度却贯穿整个表
盘，样子像古代的长矛，一秒一秒地走了100
多年，一点也不变形，这做工，这材料太好
了。”他又指着衬托表盘的铜板说：“这上面
的葫芦图案是用手工錾出的，寓意福禄，这
钟还是双铃的呢。它每15分钟报一次时，每

逢整点，先报四刻，再打点，双铃苏钟很少
见，太难得了，要不是先攒下那60块钱，这钟
就到不了咱家。”此后，经常见父亲站在钟
前，微笑着，端详着它。

一天，街道办主任带了两个人来我家，
说这是八一制片厂的同志，要在济南拍《特
字一号巨案》电影借几件道具。父亲看了介
绍信很爽快地答应下来，笑着说，你挑吧。来
人真不简单，第一眼就看中了苏钟。然后又
选了一台德国瓷座钟，还有一件明清时兴
的红木照壁子。见来人搬着苏钟出了门，父
亲忙跟了上去，一直送到大门外。看到人家
走远了，转身对我说：“得半个多月以后才能
再见到这苏钟呢。”过了些日子，苏钟送回来
了，还给了几十元借用费酬谢。之后，再有客
人来访，在介绍苏钟的同时，父亲总是忘不
了加上一句：“这钟还演过电影呢！”言语中
充满自豪。
受父亲的影响，大弟也非常喜爱苏钟。

他跟着父亲学习修表四十多年，在苏钟制
造工艺几近失传的当今，重新尝试手工制
作，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用他的工匠精神
和精湛的技术，做出了与老苏钟难分伯仲
的苏钟，受到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父亲去世后，不少人都想高价收藏父
亲的苏钟，但我们想到这是父亲一生最喜
爱的藏品，我们应该留作永久的纪念，就一
一回绝了。

如今，父亲最喜爱的苏钟，摆放在我家客
厅里，它古朴典雅，使满屋生辉。看见它，总感
觉父亲就在身边，看到它，就想起父亲的收藏
故事。夜深人静时，听着那滴滴答答的声音，
总觉得它是在诉说着那悠悠的岁月。

【收藏济南】

□刘荣芹
一座苏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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